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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龙州县上金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态传承

——以抢花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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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逐渐被现代化体育运动所代替。足球、篮球这些现代

化体育运动不断地影响着人们，而传统的民族体育运动却面临着逐渐消失的现象。因此本文以广西龙州县上金乡地区的抢花

炮这项传统体育运动的传承为研究对象，以抢花炮运动为例。运用文献资料法、口述史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等研究方法

对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地区的抢花炮运动进行了研究，探索抢花炮这项传统体育运动的历史以及传统。调查抢花炮这项传统

体育活态传承的现状，对抢花炮这个传统的体育运动活态传承因素进行分析。比如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社会形态与民族迁

徙融合等因素，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提出抢花炮活态传承实现路径，将抢花炮作为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传承；对文化传承人

进行保护；激发旅游活态传承方式；依托节日活动进行活态传承；为其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活态传承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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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经济的发展；多元文化也在不

断地形成。因此各种传统的体育运动逐渐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并且逐渐被多元文化所影响和同化。为了传承与发展我国少

数民族文化，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特色，对少数民族的

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活态传承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

所以本论文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

态传承为研究对象，以广西侗族、壮族中独具浓郁民族特色

的传统体育项目“抢花炮”为例，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项目进行开发利用和活态传承进行探索和研究。抢花炮是少

数民族侗族、壮族、仫佬族等民族之间比较流行的一项传统

体育运动项目，属于一种竞技类的体育运动项目。具有强烈

的对抗性、娱乐性以及民族性，距今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了。而且关于抢花炮这项传统体育活动的来历与说法也有很

多，但都被当地的人们赋予了神秘色彩。每年的农历三月初

三，都是广西、贵阳、湖南最热闹的日子。这一天侗族、壮

族以及仫佬族的群众就会身着盛装，参加“抢花炮”。三月

三，天刚刚微亮，穿着盛装的男女老少相拥着走向当地最大

的广场，争先恐后地去抢落在各个地方的红炮圈，这样就会

预示着来年获得好运。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抢

花炮这项传统体育的活态传承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

本研究通过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图书馆以及维基

百科查阅与本研究相关的桂西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非

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理论再学习、再思

考。并且对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花炮相关的资

料进行了详细的摘录和整理，为本文设计调查问卷、制定提

纲、了解相关研究现状等提供了理论依据。

2. 访谈法

通过走访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抢

花炮”这项运动的传承人与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抢花炮”训

练基地教练员，了解现代化进程中，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活态传承现状，针对研究内容设计访谈提纲。

3. 口述史方法

采用结构式访谈和无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围绕

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抢花炮项目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固态保

护与活态传承现状、影响因素等内容进行调研，研究崇左市

龙州县上金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固态保护与活态传承的现状

及影响因素。

4. 问卷调查法

根据本论文的研究对象，设计了一份有关崇左市龙州

县上金乡抢花炮运动活态传承的调查问卷。内容涉及到了“抢

花炮”的历史和传承，以及“抢花炮”运动的现状和传承方

式，严格按照问卷的形式来进行设计。本次问卷调查采用的

是实地调查，在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调查问卷。采用当天发

放、当天回收的形式来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了 150 份群众

问卷，回收问卷 132 份，回收率为 88%，其中有效问卷只有

104 份，有效率为 78.79%。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广西龙州县上金乡传统体育活态传承现状

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全球化经济逐渐向一

体化发展。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也带来了多元文化的发展，

更多的文化向我国涌入，我国传统的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

地区的文化，受到的影响和冲击更大。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

地区解放之前都处于部落时代，传统的文化没有受到外界的

干扰保存得很好，但是解放以后，这些地区也开始逐渐进入

到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外的文化纷纷进

入中国。多媒体的发展，更是让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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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界的接触，多元文化不断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融合与

同化，很多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化就受到了冲击。为了让少数

民族的传统文化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受到保护；为了让传统

文化能够得到活态的传承。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各种

传统文化政策和措施，并且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把那些具有传承价值和发展价值的文化都相继申请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而其中与体育文化相关的就有 160 项
[1]。但是我国在传承和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同时，发现

了许多问题。首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人重视申报，而

轻视体育文化的开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和改善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濒临消失的状态；其次一部分传统的体育项目为了适

应现代市场和学校的要求，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内容进行

了肆意的修改，破坏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原有的内涵；最后

就是非整体性，很多地方政府为了适应国家的政策。没有考

虑当地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而导致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出现了“碎片化”和“片段化”[2]。这些都是导致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无法活态传承的主要原因。

表 1	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了解程度

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不太了解

人数 18 36 50

占比 17.31% 34.61% 48.08%

由表 1 数据得知，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了解程

度为非常了解的占比 17.31%, 比较了解的占比 34.61%，不太

了解的占比 48.08%。由此数据可见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的

群众中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了解程度为不太了解的比

例较高，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了解程度为比较了解的

比例较低，尤其是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了解程度为非

常了解的比例很低。所以由此可见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的群

众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了解程度不够多，不利于今后

的发展和传承。

2. 传承后备人才力量情况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除了需要国家

的制定的法律、法规进行保护与传承之外，它还有自己的传

承方式与方法。我国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

男性作为农业的主要劳动力，在古代是非常受欢迎的，重男

轻女的现象不仅在古代汉族中普遍存在，在古代少数民族中

也同样存在，尤其是许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上，采用的都是

“传男不传女”的形式。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

在文化传承上多采用的是口耳相传的形式，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相对来说比较好点，但是，也是以师徒相传或者父子相传

的形式来进行，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承后备人人才

力量中存在着很大的欠缺，如果师父没有徒弟，或者父亲只

有女儿没有儿子的话，就容易出现传统文化濒临失传的现象，

这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非常不利的。

2.1 影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态传承因素分析

表 2	参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抢花炮”的民族情况

民族 汉族 壮族 侗族 仫佬族 其它民族

人数 8 35 25 24 12

占比 7.70% 33.70％ 24.00％ 23.00％ 11.60％

由表 2 数据得知，在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参与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抢花炮”的民族情况，汉族占比 7.70%; 壮族

占比 33.70%；侗族占比 24.00%；仫佬族占比 23.00%；其它

民族占比 11.60%。由此可见在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参与“抢

花炮”的民族主要以少数民族的壮族、侗族、仫佬族占据的

比较多，汉族与其它民族参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抢花炮”

为少部分。说明“抢花炮”在少数民族里面比较流行。

2.2 自然地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少数民族壮族的主要聚集地，

壮族是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之中现存人口最多的民族，广西

壮族自治区的壮族占全国壮族人口的 87.85%。广西位于我

国中南沿海地区，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而崇左市

龙州县上金乡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南部地区，紧邻东南

亚一些小国家。作为古代百越族的分支 -- 壮族，世代长期

居住在气候湿热的中南偏远地带，对于古代靠天吃饭的人民

来说，这里属于穷山恶水，生存在这里的人们，遭受着病虫

的侵害，人们吃不好，穿不好，还一身病，因此，当地人民

对健康更加渴望，渴望无病无灾，渴望身体健康，而在当时

科技条件、医疗条件比较落后的古代，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神

灵，为了能够克服这种恶劣的气候和环境，为了繁衍生息，

就衍生出来了“抢花炮”这种具有祭祀性质的传统体育项目
[3]。在“抢花炮”这项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当中，不仅使壮

族人们的身心得到了锻炼，而且，对于青年男女来说，还可

以借助此举来进行相亲结缘，祈求多子多孙，生活美满，因

此，“抢花炮”在广西不仅仅是一项传统的体育运动，更是

蕴含了当地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求，蕴含了壮族人民福

禄寿丁的美好含义，象征着美好生活的开始。这就是造成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出现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原因。

表 3	对“抢花炮”这项传统民族体育项目的了解程度

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不太了解

人数 15 32 57

占比 14.42％ 30.77％ 54.81％

表 3 数据得知，在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的群众对“抢

花炮”这项传统民族体育项目的了解程度为非常了解的

占比 14.42%；比较了解的占比 30.77%；不太了解的占比

54.81%。由此可见在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的群众中对“抢花

炮”这项传统民族体育项目不太了解的人数占比最高；其次

是比较了解；最后是非常了解。从这些数据看来可能会间接

的影响到了这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今后的发展与传承。

2.3 历史文化

抢花炮这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流行于黔、贵、湘

等地的壮族、侗族和仫佬族之间，不仅有着美好的神话传说，

还有这五百多年的历史。经过走访“抢花炮”研究的专家以

及经典传承人，了解到广西崇左市抢花炮的神话来源 -- 龙

女传说，相传在春暖花开的三月，一位壮族阿婆在河边洗衣

服之时从一条水蛇口中，解救了一条小金鱼，这条小金鱼据

说就是龙王的女儿，自此以后，小金鱼经常来陪伴这位壮族

阿婆洗衣服，并手拿花篮，向天空撒花，报答壮族阿婆的救

命之恩，还帮壮族阿婆的邻居和乡亲解闷、做事。可是，龙

王却不问青红皂白，觉得龙女违背了天规，就把龙女关进了

龙宫，不许龙女再踏入人间半步。当壮族当地人们知道这件

事情以后，就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聚集在江边，手拿花篮

向空中撒花，于是，三月三就成为了当地著名的“花炮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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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当地人们通过龙女的故事，来表示自己对自

由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花炮节”

并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受到当地人们的欢迎，甚至，广西

自治区的“花炮节”被称为“东方狂欢节”，可见，“抢花

炮”这个活动在当地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2.4 社会形态与民族迁徙融合

据相关史料记载，“抢花炮”这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最早并不是出现在广西，而是来自于广西的兄弟 -- 广东，

然后经过千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才流传到了黔、贵、湘这三个

省份，而其中广西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的抢花炮运动是很负

盛名的，地处于广西西南方向的崇左市龙州县东南部，位于

明江和丽江的交接处，东临响水镇，北接上龙乡，西至霞秀

乡，南边与宁明县交界，上金乡的农业以甘蔗的种植和生产

为主，因地处两江交界处，因此，水上交通非常方便 [5]。抢

花炮是上金乡典型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在当地经历了

社会变革和历史的变迁以及民族的迁徙融合，才发展成今天

的规模。上金乡的抢花炮这项民族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最

初起源于当地的宗教组织和商界精英的结合，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解放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项目一般都是由组织机构统

一调配，而“花炮节”因与神话传说有关，所以，抢花炮的

活动也由乡镇和村里的宗族管事来组织，并且负责裁判和比

赛的相关事务，就连裁判长也是由宗族这个组织推选出来，

裁判长要在当地具有很高的威望才能担任，因此，裁判长的

权威是很高的，也是抢花炮的组织者和安排者，花炮会长则

由当地的商会精英来执行，负责抢花炮园地的策划与投资。

而这些必须要在每年的农历三月份之前准备就绪，然后，在

每年的农历三月三日这天，采用祭祀神灵的方式来举行抢花

炮运动，当地的人们希望参与抢花炮活动来祈福和免灾，用

肢体活动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真诚，把对生活美好的愿望寄

托在了妈祖和神灵给予了灵气的花炮上，希望来年可以五谷

丰登、身体健康、幸福美满。

表 4 对三声炮的寓意了解程度

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不太了解

人数 13 28 63

占比 12.50％ 26.92％ 60.58％

由表 4 数据得知，在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的群众对三

声炮的寓意了解程度为非常了解的占比 12.50%；比较了解

的占比 26.92%；不太了解的占比 60.58%。为此可见在崇左

市龙州县上金乡的群众对三声炮的寓意了解程度为不太了解

的人数很多占据的一半以上之多，比较了解与非常了解的人

数为小部分。知道的人数过少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发

展有一定的影响

经过大肆的宣传和气氛渲染，当地或者附近的群众就

慕名而来，甚至还有村民会主动邀请自己村外的亲属来参与

抢花炮的活动，这样不仅活跃了气氛，而且吸引了更多的投

资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了“抢花炮”的活动当中。当抢花

炮活动结束以后，抢的花炮的乡民还会回到庙里烧香、敬酒，

以求神灵保佑，然后还会被接送队伍敲锣打鼓地抢花炮送到

家中，表示通神进财。随着左倾思想的干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其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项

目都与祭祀和神灵有关，因此，在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抢

花炮运动一度被废止，处于停滞的状态，即使断断续续地举

办了几次在程序和过程中也逐渐简化，甚至在严重打击封建

迷信的时期，抢花炮的地址寺庙也被摧毁。

表 5 花炮节的参与情况

参与状况 经常参加 偶尔参加 从不参加

人数 20 41 43

占比 19.23% 39.42% 41.35%

	表 5 数据得知，在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的群众对炮

节的参与情况为经常参加的有 20 人，占比 19.23%；偶尔

参加的有 41 人，占比 39.42%；从不参加的有 43 人，占比

41.35%。由此可见在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的群众对炮节的参

与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少，偶尔参加与从不参加的人数占了大

部分，参加的人数少，不利于这项民族传统体育在地方的开

展。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的开放，上金乡的“抢花炮”

活动和“花炮节”也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并且由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转化为了现代竞技类的体育运动项目，祭祀仪式也

发生了很大的变迁，神权统治地位已经消失，就连抢花炮的

程序也出现了简化，不仅把游炮仪式省略了，就连组织者也

换成了当地的政府，抢的花炮的村民也不用会庙里祭拜了，

而是当做奖品直接带回家中，成为自己的一份荣誉和美好的

期望，参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不仅有利于人们身心健

康的发展，还有利于民族的团结。

（二）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传统体育活态传承个案研

究

1. 抢花炮缘起

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位于广西崇左市龙州县的东南方

向，民间的抢花炮活动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经过走访

“抢花炮”研究的专家以及经典传承人，了解到广西崇左市

抢花炮的神话来源 -- 龙女传说，相传在春暖花开的三月，

一位壮族阿婆在河边洗衣服之时从一条水蛇口中，解救了一

条小金鱼，这条小金鱼据说就是龙王的女儿，自此以后，小

金鱼经常来陪伴这位壮族阿婆洗衣服，并手拿花篮，向天空

撒花，报答壮族阿婆的救命之恩，还帮壮族阿婆的邻居和乡

亲解闷、做事。可是，龙王却不问青红皂白，觉得龙女违背

了天规，就把龙女关进了龙宫，不许龙女再踏入人间半步。

当壮族当地人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初

三聚集在江边，手拿花篮向空中撒花，于是，三月三就成为

了当地著名的“花炮节”。由此可以看出，当地人们通过龙

女的故事，来表示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随着时间的推移，“花炮节”并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受到

当地人们的欢迎，甚至，广西自治区的“花炮节”被称为“东

方狂欢节”，可见，“抢花炮”这个活动在当地的影响力是

很大的。

2. 抢花炮概述

抢花炮这项民族传统的体育运动在广西、贵州、湖南

的壮族、侗族和仫佬族中比较流行，这项体育运动项目已经

改变了传统的迷信色彩，具有很强的对抗性和娱乐性，而且

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据考证，抢花炮活动最早起源于广东，

后来才相继流传于黔、贵、湘三省以及周边地区，因此，有

着雄厚的群众基础，抢花炮中的“花炮”是一个幸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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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红绿线包扎成的铁圈，然后把炮放在铁圈的顶端，点燃

火药推动炮身，把铁环冲上高空，等到铁圈（花炮）落地的

时候，各村债的花炮队就会争相抢夺铁圈，这就是所谓的“抢

花炮”[6]。“花炮节”指的是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三月三

这天，天刚刚微亮，穿着盛装的上金乡男女老少相拥着走向

当地最大的广场，参与一年一度的“抢花炮”活动，他们既

要给本村寨的花炮选手助威，又要积极参与这项体育运动，

娱乐身心，当宣布“抢花炮”活动开始时，人们就会屏气凝神，

聆听花炮的响声，第一炮被称为“发财炮”，寓意生意红火，

财源滚滚；第二炮被称为“添丁炮”寓意为添丁添福，延续

香火；第三炮被称为“如意炮”，寓意生活顺当，万事如意。

三声炮响之后，各村寨的选手就可以争相抢夺了，这时候，

人群顿时沸腾起来，当第一个抢到“花炮”的队员将铁圈送

到庙里裁判台上才算获胜，直到三炮全部抢夺完之后，“抢

花炮”的活动才算结束，这种寄托着当地人们美好愿望的活

动，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因此仍长盛不衰。但是随着社会的

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传统文化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冲击，不仅

参与“花炮节”的青年人越来越少了，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小

了，因此，抢花炮的运动项目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和挑战。

（三）抢花炮活态传承实现路径

1. 作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传承

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进行活态传承时离不开人们

的生产生活环境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本身就来自于人民的

生产生活，因此，对抢花炮这项传统体育运动进行活态传承

与发展就要与人民的生活方式紧密结合起来，让抢花炮运动

时时刻刻出现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尤其是大型的节假日

期间，是人们最重视传统的时候，将抢花炮这项非遗体育项

目融入到传统的节庆当中，不但能够提升人们对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的认知，同时，还能够增加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而

利用现代多媒体或者特色学校等多种形式，对抢花炮运动进

行宣传和推广，也能够不断地促进人们的参与度，促进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的传承与发展。

2. 保护文化传承人

所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与社会群体有直接的关系，

而是社会群体的主体，因此，文化的发展，人才才是关键。

而非遗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都有优秀的传承人，这些优秀的

传承人是传承和发展非遗文化的主要传播和推广者，随着现

代科技的发展，现代的媒体传播相较于传统的口耳相传要迅

速，所以，重视非遗文化的传播，就要重视文化传承人。重

视抢花炮这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活态传承与发展，就要加

强人文关怀，不但要关注传承人，同时，还要保护传承人，

给予这些传承人经济上的支持，鼓励传承人对抢花炮运动进

行大力推广与普及，提升他们的主动传承意识和传承能力。

3. 旅游激发活态传承

抢花炮这项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不仅具有独特的民族

性，还具有很强的健身性、娱乐性以及观赏性，很值得推广

与普及，而这个优质的资源又主要集中在广西、贵州一带，

因此，开发抢花炮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当地少数民族

的体育旅游资源，对当地的抢花炮运动进行活态的传承，也

是非常重要的。广西、贵州一带位于我国西南沿海地区，当

地不仅有丰富的气候资源，还有大自然的山水风光，独特的

民族气息和民族文化，都是当地优势的旅游资源，让游者不

但能够感受到自然美景，还能够领略当地少数民族的风土人

情，民俗文化，对游客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由此可见，开

发当地的旅游资源，也是激发抢花炮活态传承的一个重要路

径。

4. 依托节日活态传承

随着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视程度以及非遗文化

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非遗文化走进了大众的视线当中，这

主要是靠的现代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要想使非遗文化和

传统体育文化能够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重要的印象，还需要

发挥体育节日的作用，体育节日时民族体育发展不可或缺的

媒介。我国许多民族传统项目，比如 :“龙舟运动”“抛绣球”

等等都是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这些传统的体

育运动项目都是通过体育节日传承和发展的，因此，对抢花

炮运动进行活态传承与发展就要依托多媒体科技，依托体育

节目的发展。

小结：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是非遗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西南地区又是过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他们经过长期

的交流与碰撞，在这里形成了许多民族的文化的精髓，如何

把这些文化精髓进行传承与发展，如何对传统体育项目进行

保护和开发，就成为了专家和学者非常重视的问题。抢花炮

就是西南少数民族独有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具有丰富

的文化内涵，不仅具有独特的民族性，还有较强的健身性、

娱乐性以及观赏性，因此，值得传承与发展，加强抢花炮运

动的活态传承在当前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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